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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科技、产业与科技金融

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，前沿科技成果开始走出实验室，进入产业

化阶段，并成为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性产业。经过十余年的研发孕育与技术积累，本轮科技

革命和产业变革开始加速“由虚向实”，逐步从早期的消费侧创新，转至当前的供给侧创新，

为生产组织方式带来深刻变革，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带动作用越发显著。习近

平总书记指出，“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，从来没有像今天

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。”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（TFP）逐渐转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

动能。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
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迫切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，以此增强产业、贸易和金

融的国际竞争力。

数据显示，2023 年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 13%，新兴产业企

业总数突破 200 万家。2023 年，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 10000 亿元增加到 28000 亿元，居

世界第二位，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，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至 60%以上。2023 年，中国

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折合 313.76282 亿美元，规模位列世界第二位。从 2010 到 2023 年，中国

的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从 2010 年的 1.71%，上升至 2023 年的 2.65%。我国多层次的研发投

入创新正在逐步加强，已接近经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平均水平，但与领先国家仍然存在一

定差距，仍需持续创新投入，以提高国际竞争力。

图 1 中国研发投入强度（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）变化

数据来源：统计局、OECD 数据库

工信部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4 年第三季度末,工信部梯度培养体系中的四类科技资质企业

均具有显著增长，其中，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超 60 万家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超 14 万家，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达 1.46 万家，相比 2023 年同期分别增长 300%、142%和 121%。



4

图 2 工信部、科技部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数据

数据来源：工信部、科技部

目前，“小巨人”企业中，近九成是制造业企业，超八成分布在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等

战略性新兴产业链，超九成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配套供应商，固基强链作用突出。“小巨

人”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7%，平均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，远高于同规模其他

企业。此外，“小巨人”企业作为主要起草单位，制订、修订标准总计超 5万个，户均超 3

个。2024 年，146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胡润全球独角兽榜，占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的

43%。专精特新等中小型科技企业，作为创新中坚力量，逐步表现出强大的韧性，正在成为

技术研发和创新发展能力的重要驱动力。

(一)科技金融的政策环境

科技金融是通过金融服务和工具支持科技创新的一种金融活动形式，强调科技与金融的

深度融合，旨在助力科技研发、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。科技金融，本质上是解决科技企业

“高风险、轻资产、长周期”等特性与传统金融体系需求不匹配的问题，利用多种金融工具

和手段（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创业投资、抵押、担保等金融方式和服务），为科研成果转化

和科技型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、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支持，从而实现创新链（科技企业的研发、

开发、转化链条）与资金链（多种资金来源的支持链）的精准对接。

202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，对金融支持科技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，

并将科技金融置于“五篇大文章”之首。进入 2024 年，随着“新质生产力”这一国家重大

战略的提出，政府、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各方均积极行动起来，加速推进相关工作。一系列

扶持政策和举措的频繁出台，为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氛围，进一步

促进金融机构、金融产品以及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改革，持续优化和改善支持科技发展的模式。

1、 国家层面的政策

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领域，2024 年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包括《关于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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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》《关于深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

通知》《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

文章的工作方案》以及《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。这些政策旨在通过完善金融

服务体系，增强金融政策支持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，关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，加强协作配

合以及重视风险控制等手段，促进科技金融更有效地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的成长。此

外，证监会也出台了《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》，从上市融资、并

购重组、债券发行、私募投资等方面提出全面的支持措施。

表 1 2024 年国家层面科技金融相关政策

时间 主要政策及内容

2024 年 1 月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

通知》，围绕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提出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计划，

鼓励银行保险业优化服务模式，加大数字金融赋能，提升科技金融的覆盖

率与效率。

2024 年 4 月

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，额度 5000 亿元，利率

1.75%，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、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等 21 家

金融机构。

2024 年 4 月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深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助力

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通知》、中国证监会印发《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

发展的十六项措施》。

2024 年 4 月

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即“新国九条”），明确了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、支持科技创新、优

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，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是

“新国九条”的重点，主要工作包括：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，鼓励创

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发展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为科技企业提供多元

化的融资工具等方面。

2024 年 5 月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《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

的指导意见》，进一步强调科技金融需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，推动“科

技—产业—金融”良性循环。

2024 年 6 月
证监会印发《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

措施》

2024 年 6 月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《科技贷款统计制度（试行）》

2024 年 6 月
国务院印发《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就培育多元化创

业投资主体、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等提出指导意见。

2024 年 6 月

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》，

就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、风控机制、绩效考核、尽职免责等作出安

排。

2024 年 7 月

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《支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》，明确了支持科技

创新专项担保计划的实施方案，具体包括专项担保计划的支持对象、分险

比例、担保费率、担保金额、代偿上限、补偿机制等要求。


